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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岗

我一直认为对中国画的责任不是喊一两句口号，有几个主张之类的，

而应当是放眼整个文化界和社会。对中国画所涉及到的问题 , 应当是以中

国画的涵盖来解决。整个文化氛围，整个社会是中国画成长的营养和土壤，

缺一不可。而我们的传统让我们的中国画不舍昼夜地在行进中，因循看不

到的那条“道”——规律的方式方法。

人世总是进步着的，同时也是变化着的。放在上千上万年历史里看我

们眼前的五年十年，只是一a瞬间。虽然不比黄山里的云雾那样瞬息万变，

景象的显隐不等人的定睛，让人瞠目，让人憾之。面对不几年就变得与之

前大不同的社会，我们又惊喜，更惊叹。我们的眼下已经是在“一万年太

久，只争朝夕”的时代了。

看看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莫不如此。一抬头，在鼓掌间我们

就已经走进了“新”，告别了“旧”。

党的十九大上国家确立了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到新时代，新时代就会

有新时代的风貌，就会产生出一个时代的特征。既然我们走进了新时代，

就意味着告别了陪伴我们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一日又一日的充满着

生动性的岁月。

每年一届的名家提名展已经有六个年头了的“大美墨韵”也从 2016

年的展览季，走进了 2017 年新的展览季。

这个展览新吗？

当然新。“新”里面也当然有旧。展览的题目是一样的，只是 2016

变成了 2017。十几个字只换了一个，可这一个字是这所有字中，最关键的

一字。我们知道新与旧的交替，就是所有生命的延展的体现，就是所有变

化着的事物都要遵行的规律。

想象最初之展，犹在昨天。

去年我写过一篇前言，今年再写就要有新的内容，就要被人们看作是

又一次对新的阐释。可是，今年的新又不能全新，看看书中收录的 33 名

十年的一半，和着时代的脚步

——为大美墨韵 2017 年名家提名展所写前言



画家，大部分与“大美墨韵”都有着持久的友情，

伴随着“大美墨韵”十年计划而前行。2017 年展

览新晋的画家也有这么几位——沈光伟、邢少臣、

孔维克、王小晖、刘罡、陈鹏、张正民、刘西洁、

刘佳、张宜、孙震生、李军。

虽然是展览新加入的画家，但他们早已是功

成名就，更有中国画领域的领军者。由此看来“大

美墨韵”的这些年来致力于学术性、典型性、全

国性，已是卓见成效。“大美墨韵”的宗旨得到

了良好的贯彻和推行，所以中国画界的高手多与

其合作，看看这些个老朋友就会了然于心——曾

先国、宋丰光、岳海波、梁文博 、徐永生、张望、

于新生、王晓辉、刘泉义、范治斌、戴顺智、乔

宜男、纪连彬、林容生、范扬 、石峰、赵建军、

韩璐、李桐、曹宝泉、姜永安……

而我与“大美墨韵”的学术交往，算起来已

有五年。五年是个很短的时间，但是对于处在中

年时期的画家来讲，五年内会有很多的变化，很

多的际遇，很多的过往……即便是一个普通的人，

五年也会有很多的思考，让自己成熟一点。

下面就看看我和“大美墨韵”的学术交往，

先择选几段我为大美墨韵写的前言：

——“大美墨韵”有个十年计划，每年举办

一次提名展，时至今日已经五载。今年约集了

25 位画家，规模胜于以往。此次参展的画家都

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在画界有着重

要影响。他们的经历大体相近，但绘画理念或许

会有天壤之别，但是不妨碍他们有相同的情感，

他们热爱艺术的心是相同的。

每年一次欣赏他们的作品，完全可以感受到

他们倾情艺术的初心。悉心品读也总能发现他们

的变化。益若如此，十载足够识得一个人在传统

和当代之间的努力与成就——古来存老马，不必

取长途。

——所谓“关键”可以这样理解——十五个

画家的小我，是一个大美的构筑，是风景前行中

的流动与变化，既突出又融合的是两个年代的艺

术家的灵魂。

他们是坚定且坚实的实干主义的拥蹇者，深

知“山积而高，泽积而长”；他们有他们的独特，

他们拥有的“自我”基于有方向的努力。我认为，

他们代表着当下水墨画的发展方向，我深感不久

的将来，他们当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渐重的代

表画家。“大美墨韵”选择他们足见其深远的理

念和建树，当然，这也是他们将坚持的学术追求

分不开的。

——事实上，中国远古文明并不发端于文字，

有文字记载是后来的事。但是，从泥版、从坚硬

的竹简过渡到宣纸与柔软的毛笔，这个过程本身

却充满了浪漫和伟大的意义。笔墨作为最为简单

又最为繁复的书写形态被发现和应用，是人类智

慧最伟大的开发。

看得出来我在与“大美墨韵”的学术交流中，

总体上的感受是递进的，当然我也看到了自己徘

徊忧虑的情绪。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了美术在前行中的很多或者太多

的弊病，这些弊病的存在阻碍着、羁绊着前行的

思想。枝梢末节每每都会遮蔽到美术事业的宏

图……

我们知道美走向善的最好的展现形式，就是

美悦心灵，外化精神，也就是善心向外延。它的

形式多样而丰富，指涉心性。我们也知道绘画走

向世俗不可怕，可怕的是将审美变化为审丑。我

多次在不同的美术，或文学研讨会上竭力陈述自

己对雅的理解——我以为雅就是以艺术的方式走

向内心；自然，俗就走向相对的那一面，向外涨，

向外挤。我将这种理解讲给大作家张炜先生听，

他沉思了许久对我说“心仪的一切都是向善向美

的。”

是呀，一位艺术家有心仪，就会有爱心，有

素心、有祥和的心——静下来思考身旁的社会，

艺术家应当在所不辞。“大美墨韵”有心仪的对象。

本书中所收录的画家，有心仪的对象。而社会心

仪画家与自然彼此展现出的形态之美。当画家心

仪去表达人类文化的醇厚与正大气象，世界更会

找到心灵的心仪所寓所寄，能够呈现出的文化与

艺术的意义。

“大美墨韵”有话语，有情感。“大美墨韵”

的话语不是私人化的窃窃，他们有着一贯之的、有

力度的、有温度的建立在推进中国当代绘画前行与

探索基础上的十年计划的审美意义上的陈述——以

一年一次画展的方式叙解当代水墨的形态。

应当说这是他们期望建立一个当下审美的殿

堂——里面有持笔能墨者、有欣赏品读者、还有

艺术收藏者，更有批评者，“一应俱全”，他们

都是心仪当代中国画者。我们就会在心仪美中，

得到一段生命的进行与驻足。

十年的努力让我们相信我们会有不同以往的

感受与情感。新的思考、新的文化、新的转型，

一切皆因我们走进了新的时代。“大美墨韵”给

自己，也给予他们休戚相共的画家带来了许多定

睛凝望和思考的机会。重读熟识的画家与他们的

作品，估价他们的艺术成就，我想说的是我们可

以在前行中领略人所能驾驭的艺术，更可以感受

我们无法判断的自然之美的奥秘——满眼尽是艺

术勃勃的春色。

当然，还有古老的艺术之舟上的瑰丽旗帜，

我们仍然要高举。

这些画家，都是懂得传统的智者。他们一定

会知道这样的道理：我们已经不能够再回到汉唐，

回到元、明、清那些个时代了，不能回到艺术之

舟最初的出航，但面对古老的传统，我们一定懂

得面对当代的意义与使命。

我们知道，也清楚应运而盛，或者应运而生

是文化启程前进中的天时、地利、人和的要素。

人生要有长度，要有宽度，要有温度，还要有更

重要的思考维度。

——中国的当代绘画有着这样的情结，我们

更应当怀有这样的情愫。

2017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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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光伟：是真名士自风流

文 / 梁江

第一次看沈光伟教授的画作，是在他有点逼仄的客

厅中。济南之行，原本是奔着恩师王朝闻生前挚友于希

宁老先生而去的，到千佛山医院探望过于老，有着典型

山东人热情的沈光伟教授接着邀我到他家中小坐。几杯

清茶下去，同道兴致上来。他随手从画案下面拉出两卷

新作在地板上铺开，“看看我最近干的活吧”，他说。

说来惭愧，除了于希宁等几位大家，我对山东画坛

只是略知皮毛。沈光伟是花鸟画家，是艺术学院教授，

我是知道的。但他这些随意摊在地上大大小小的画作，

让我暗吃一惊，却完全出乎意料。

《聊斋志异》上有一则故事说，报国寺的一位僧人，

双目尽眇。而谁的文章写得好不好，只消让他以鼻嗅一

嗅气味如何，优劣高下立判。初读这小故事，以为不经，

一笑而已。很久以后，我读到梁锺嵘和唐司空图等古代

大家的文论，方觉茅塞顿开——蒲松龄这种近乎荒诞的

想象，实乃神来之笔。

锺嵘论诗，一再提醒人们辨味：“使味之者无极，

使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司空图更不含糊：“愚

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文章好不好，得先闻

闻气味。气味之清浊雅俗，亦即品格和境界之深浅高下，

文人士子岂能不慎欤？

诗画本一律。崇尚气格高华，推举气韵生动，诗文

书画于此不仅相通，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宋代邓椿《画继》

说，“画者，文之极也”，信斯言矣。

沈光伟作品之所以让我暗暗吃惊，乃在于其间一种

清雅高华的气息。它有如山野幽兰，有如风荷摇曳，清

风拂面，沁人心脾。这对于当今久居繁嚣都市的我们，

实在是睽违已久了。

自此之后，和沈光伟教授接触渐多，对他温厚随和

之下的特立独行也有了更多认知。而他这样的个性特色

和艺术探求，也促使我对山东以至当今花鸟画坛有更多

的思考。

说来奇怪，第一次看到沈光伟的花鸟，我首先的反

应是联想到齐白石而非于希宁。这话似乎有点不礼貌，

所以忍了忍终究没说出来。难道第六感官已失灵了？又

过了好些日子，我才找到其间答案。原来，沈光伟生于

山东潍坊，幼时和曾祖母生活在一起，他的艺术启蒙是

在曾祖母膝下看剪纸开始的。潍坊的风筝、木版年画等

都是民间艺术中的奇葩，沈光伟孩提年代的民间艺术熏

陶不知不觉间已成了潜意识。这样看来，作为于希宁亲

属的沈光伟，无意间透露出类如齐白石式的民间韵味，

实属合情合理。

按我粗略的认知，如果可以说齐白石的特色是民间

与文人叠加所得，于希宁则更多是生活与传统兼融而来。

这考察固然仅属一种角度，说不上全面，但我们不妨由

此也对沈光伟略加辨析。

毋庸置疑，沈光伟的花鸟颇得于希宁先生真传，这

是近水楼台。于希宁先生以“三魂共一心”著称，创作

中十分注重真实感受，为了画梅一连几年七八次赴江南

考察写生。这样秉持一生的创作理念，也为沈光伟悉数

接纳。沈光伟拙于外而灵于内，天性里似乎还多了一份

散淡随和。他的花鸟题材也不拘一格，传统的梅兰竹菊

之类不必说了，家里的花草石头、树桩盆景、老猫小鱼，

以至集市上刚买回的土豆洋葱等等，无不饶有兴致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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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画再画的画材。“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

清人袁枚的诗句，用在他这里可谓丝丝入扣。

说艺术离不开生活，有点老生常谈。但对于一个有

追求的画家，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沈光伟平时注重写

生，还喜欢带学生做野外作业。有一年，他在川北见到

高原杜鹃，那种舒展蓬勃、活力充盈的形态让他砰然心

动。他一连几天画了好几张写生。此后，高原杜鹃在他

笔下也成了常设项目。没骨的，勾线的，设色浓重的，

水墨酣畅的，形态不一而足，而其间一种野气和生气，

绝非向壁所能虚构。

在我看来，沈光伟平日温厚散淡，不乏平常心。而

他的天性中，尚有心高气傲的另一面。好几年交往，我

从没有和沈光伟讨论过他的杜鹃如何如何。我私下揣测，

他反反复复画杜鹃，这不但是他花鸟作品中的符号，是

他思考和追求的载体，更是他个人心性和内在精神的自

况。换句话说，杜鹃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他自己，这是不

便讨论的，至少在了解他的人眼中应该如此。

沈光伟浸润于齐鲁文化语境中，重视读书修养，所

作花鸟画注重鲜活真切的感受。他重视笔墨传统，其作

品笔墨简括、沉拙而灵动，格调清雅明快，这些都可看

出深受于希宁先生影响。除了前面曾提到他从小耳濡目

染的民间艺术元素，还不应忽视他早年曾研习西画。他

在大学阶段的专业方向是油画，毕业后分配到基层做教

师，其后还有一段旅居美国的经历。这些反差甚大的人

生历练，在他转入中国画创作及至专攻花鸟之后，已经

转换为难得的艺术养分。历经长期锤炼，他的笔墨运用

已臻得心应手之境。而他对民间艺术和西画语言的融入，

又常在若不经意之间。这样的艺术特征，既是传统的、

文人的，又是当代的。既是于希宁的，更是沈光伟的。

该如何来归纳呢？若非近些年“新文人画”的名头已被

用滥用歪，沈光伟的花鸟作品或可称为“新文人画”罢，

这才是名实相副。

幸好沈光伟早已说过：“我对个人风格其实不太在

意的。”这是一种闲适、从容的心态。说实在的，一个

画家最不能缺少的是真情实感，风格不风格倒在其次。

常见到某些锱铢必较的人，一天到晚捉摸如何打造“个

人风格”，到头来大多落得两手空空。反而是那些无伎

无求的人，心无旁骛，物我两忘，风格常常不期而至。

这就是艺术之道，既浅显简单又深邃复杂。沈光伟

曾有题跋谓：“中国画之精神当从静中悟得，心平如镜，

虚怀若谷。……得其道者，得中国绘事之髓。”能作如

是观，便是神与物游，精神与外物合二为一之彻悟。沈

光伟只是一个单纯的教书的画家，从未有一官半职的履

历，有如郑玄注《礼记》云“名士，不士者”。这就意

味着，人们对他的评价，对他的认可，唯一依据只是他

的为人和画品。在当今社会，这是有相当难度的。能做

一个真画者，能够“心平如镜，虚怀若谷”，更是大不易。

明人洪应明《菜根谭》说，“唯大英雄能本色，是

真名士自风流。”我想，沈光伟庶几可称之。杜甫曾有

诗云：“海内此亭古，历下名士多。”而沈光伟，确实

是只能出于山东这方土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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